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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寇

在我有限的交往中，符马活是一位大能人。所谓大能人就

是干过并干成许多事的那种人。

就我所知，他少年成就诗名，然后是中国最挣钱的出版

商，再后，他种过几百亩桉树，收集、整理、出版过《中国雷

歌集》，以及镌刻雷歌碑林、营建中国雷歌馆……事迹种种，

令人咂舌。2010年，我到北京，发现此人在书法和绘画上亦

有进境。大概是研习书法的缘故，最近几年他对汉字的构造、

义理及其文化内涵又进行了研究，遂成此书。

虽然我们操持的是汉字，但对汉字并不了解。这种不了解

不仅包括不知道茴香豆的“茴”字有五种写法，亦包括它背后



的东西，诸如起源、演变和指意的繁复、博大。在我看来，我

们对汉字的不了解“受益”于两点：一、汉字在使用中主要和

中国古代文明或文化有亲戚关系，而中国古代文明或文化在这

一百年间几乎彻底断裂；二、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汉字简化不仅

使汉字在形体上脱胎换骨，在价值意义上也天翻地覆。或者可

以说，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汉字，更接近于其符号功用价值，其固

有的文化魅力是没有的。作家们写文章，中小学生作文，往里面

塞成语可以提高其“文采”，由此可知文化魅力的稀缺程度。

当然了，政治集权的古老风度天然需要形式各样的“复

古运动”。大到官方建筑和盛宴上的古代符号，小到村巷间的

“读经”和“汉服”行径，都试图将君权神授、三纲五常和忠

孝节义之类的玩意儿给重新搞起来。可惜的是，恢复“王道乐

土”是一项大工程，是一个民族性格的成长史，一般很难再

造，决非朝夕可蹴，更非党校博士们可以操控。所以近年的

“复古运动”往往以其不伦不类和“活见鬼”的方式对世人惊

吓再三，此不足道。

符马活的《活字纪》倒不见这一时髦的政治思想方向，而

更像家居修养教材。它的章节可见一斑，诸如正心、修身、齐

家、治国、观天和问道。虽然这一编篆体例源自儒家经典，不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乏儒家天下己任的老态度，好在行文中都是对汉字词汇的详尽

述说，委实没有什么“野心”。比如“舍得”一词，符马活告

诉你的是“舍”和“得”这两个字的原始形象和基本意义，再

告诉你“舍不得”为什么叫“舍不得”。这种老实是好的，好

就好在我们需要听汉字的故事，而不是汉字的伟大，符马活基

本满足了人们这一需求。

“古风”悠悠，冷饭热炒，想从汉字角度做书挣钱之士，

这年头固然不少。符马活也弄了这么一本，这个嫌疑是甩不掉

的。符马活的述说方式和编篆体例也不能说就无比高明。以我

愚见，他的最大长处是摆脱了《说文解字》的文字训诂学调

调，而是从我们当代口语中撷取至今使用的“活字”展开描

述，奥妙和有趣是不容置疑的。读一读未必真的提高了个人修

养，起码能满足一个“知道分子”的知道欲。另外，就是告诉

我们一点真相：虽然汉字、汉语、汉文化、汉文明劫难重重，

致使我们都成了一些“不识字”的家伙，但汉字确实是活的，

不是死的，“识字”是一个可以终生为继的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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舍  得

“ 舍 ” 字 甲 骨 文 写 作 “ ” ， 是 “ 余 ” 字 加 上 一 个

“口”字。“余”字甲骨文写作“ ”，是个茅草屋。“舍”

字下面的“口”字，可以看做是“城池”、“田地”的象形

字，也可以看成起指事作用，泛指某个地方。“余”字和

“口”字合起来的“舍”字，指的是在住宅、村落之外搭建的

草棚，也就是在野外的临时居所。

“舍”字的本意，是在野外临时搭建的简陋居所。现代人

还常说“草舍”、“茅舍”，都有简陋的含义。当年释迦牟尼

传教的时候，僧团非常辛苦，没有固定的居所。僧团暂时居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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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地方，中文译名不叫“寺”而翻译成“精舍”。从“暂时居

住”的含义上讲，这个“舍”字用得是极为妥当了。

临时居所的特点，是住过之后就放弃不用。“舍”字后来

便引申为“舍弃”的意思。佛门常说“舍得”。世人贪恋财富

权力，佛门教诲他：“要舍得”，要他学会放弃。

有趣的是，“得”字的意思和“舍”字相反。“舍”是

舍弃，“得”是得到，两个字为什么能合在一起用呢？有的

人解释说，“舍得”是“有舍才有得”的意思。佛家说“舍

得”，是告诉人们只有“舍”掉财产、名誉等身外之物，才能

够“得”到智慧、快乐等更美好的东西。“舍得”即是一舍一

得，有付出才有回报，好像是一场公平交易，听上去很合理。

其实不合理。有的人到了寺庙里，只关心祈福需要捐多少

钱，按照规矩如数捐了，便认为自己可以得到相应的福报——

有舍就有得嘛。交易完成，福报到手，这就算是完成了信佛的

仪式，出了寺庙可以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。

这哪可能是“舍得”的真意啊。

“得”字，指的不是一般的“得”。“得”字甲骨文最早

的写法和现在不一样，没有左边的“彳”，只有右半边，形状

也横过来了，写作“ ”。仔细看这个字，左边是个贝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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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贝”（甲骨文写作“ ”），是远古时代的货币。右边是个拿

着贝的“手”。“ ”字表现的，是个拿着钱的手。这个字

很有趣，说明几千年前的古人和今天人一样爱钱。试想，为什

么手里拿着钱就代表“得”，不代表“舍”呢？说明古代人拿

了钱，想都不想就要占为己有，没想过给别人。

“得”字到了金文时期，写法不同了。在“ ”的基础

多了个“彳”，写作“ ”。结构和今天的“得”字已经很

像了。“彳”是“行”字的左半边，可以看做是“行”字的缩

写。“行”字甲骨文写作“ ”，是个十字路口。“行”字最

早是“路”的意思。有些人认为，“ ”字指的是“在路上

捡钱”。但这样讲似乎说不通：为什么只有“在路上捡钱”才

叫“得”呢？在马路上捡到钱又不是常见的事，靠自己劳动

“得”钱不是更常见么？

“行”字除了“道路”外，还有跑、走的意思，《说文解

字》云：“行，人之步趋也”。照这个说法，“ ”字还可

以这么解释：古人一只手拿着钱，拿了还不算，还跑了。这么

看来，“得”字的演化多了些幽默感：原先古人觉得，手里拿

着钱的“ ”就算“得”。后来古人一想，光拿着钱不保险，

还得拿了钱走人，才算真的把钱“得”到了。《说文解字》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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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彳，小步也。”这么一联想，“ ”字就更生动了：拿了钱

不能着急快走，怕人看出来，得装作不慌不忙的样子，用小步

慢慢走。

“ 得 ” 不 是 一 般 的 “ 得 ” ， “ 舍 ” 字 也 不 是 一 般 的

“舍”。

“舍”当放弃讲，但“舍”和“弃”的意思有一些不同。

“弃”带有厌恶的情绪，多指扔掉不值得留恋的东西，如“弃

如敝履”。“舍”字抛弃的，多是比较有价值的东西，是在当

事人经过了仔细考虑之后，才下定决心抛弃的。如“舍生取

义”、“舍身报国”，舍掉的都是生命。

“得”字，讲的是“抱着珍贵的东西赶紧跑”，“舍”字，

讲的是“舍掉难舍之物”。两个字合在一起的意思，也就不再是

一般的放弃，更不是公平交易，而是在讲一个艰难的决定：舍掉

人生最宝贵的东西。

佛门叫人“舍得”，不是叫人扔下一百块钱，或者磕几个

头。这些付出太轻松，只能叫“弃”，算不上“舍”。有资格叫

“舍”的，必须是那些一般人轻易不愿意放弃的东西：财富、官

位、尊严、爱恋，最后还要“舍生忘死”，连生死都能舍掉，那

才是真正的“舍得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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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跪下求佛祖给他金钱、幸运和平安的人们，他们并未

真正“舍得”，他们的心中满满的都是对所求之物的挂念。跪

拜得越勤，心中越是“舍不得”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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